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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沐文指出，香港正面對樓宇老化問題，舊區活化
將成新挑戰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Anniversaryth

兩建築師見證香港20年變遷

新地標湧現 灌注城市生命力

大公報記者曾敏捷

中西薈萃的建築特色、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繪畫出香港獨一

無二的城市面貌，回歸20年來，新的地標建築湧現，為香港添上

新妝。設計作品屢獲世界各地獎項的本地著名建築師羅健中認為，

香港建築質素在20年來不斷提高，真正改善社會環境。香港建築

師學會會長陳沐文指出，港人對城市規劃及建築設

計的要求提升了，舊區活化、推動可持續發展將成

為香港城市發展及建築業界的新挑戰。

香港建築師在過去20年把握機遇走出去，

憑藉“一條龍”的全方位專業服務，在內地及中

東等地，為當地打造地標建築。香港建築師學會

會長陳沐文認為，香港建築師應提升創意設計，

把握“一帶一路”發展機遇，“我們有能力設計

及建造世界級的優秀建築，需要的只是更多的機

會”。

香港的建造業發展與經濟息息相關，陳沐

文稱，回歸後，香港經歷97年亞洲金融風暴、03

年沙士、08年環球金融海嘯等三大經濟困難時

期，而香港建築師憑藉“一條龍”的全方位專業

向外發展，轉危為機，建築設計作品遍布世界各

地。“我們的設計善用空間，而且能夠提供由前

期研究到工程監督的全個過程服務，協助解決很

多實際技術問題。”不過，陳沐文指出，香港建

築師的技術優勢正被追貼，內地建築經過多年發

展，人才輩出，香港建築師若要保持競爭力，需

不斷自我提升，包括提升創意設計水平。

“社會發展一定要創意，亦要鼓勵大家有

向上競爭的心。”他認為，香港政府應為更多公

共建築舉行設計比賽，培育本地創意，“比賽不

一定是香港建築師會贏，但比賽過程中，大家用

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有助擴闊思維，鼓勵創

意。”

國家近年倡議“一帶一路”發展，鼓勵專

業服務輸出，陳沐文認為，香港建築師在參與

“一帶一路”發展上，具有國際化視野、兩文三

語等優勢，但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條

件未完善，香港企業單獨走出去的誘因相對不

大，特區政府需向中央政府要求給予更多支援，

先協助香港企業走出去，專業服務亦自然會跟隨

輸出。

香港建築師多年積極參與內地的城

市發展，由昔日的“高”樓“大”廈到

今日的“綠色”建築，因應國家發展需

要“見招拆招”。兩位不同時期走進內地

發展的建築師陳沐文及羅健中都認為，

兩地交流給了香港建築師不同機遇及挑

戰，有信心香港建築師未來可以繼續在

內地大展拳腳。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沐文早在上

世紀80年代開始踏足內地發展，30多年

先後參與過大大小小不同的項目，位於

北京朝陽區的亮馬河大廈（圖）是他在內

地參與的第一個項目，上海崇明島及大

理洱海總體規劃亦有他的一份貢獻。親

歷內地不同時期的發展，陳沐文認為，

內地發展機遇多，以他為例，因為參與

內地項目才有機會規劃數百公頃的大規

模用地，但他亦坦言每個時期都有不同

考驗。

要求提高競爭愈來愈大
“早年我們代表先進的建築理念，

設計基本會被全盤接收，但怎樣設計最

符合當地效益的建築就是考驗。”陳沐

文續指，隨着內地對規劃要求提高及近

年愈來愈多國外建築師進軍內地市場，

香港建築師在內地發展的競爭亦愈來愈

大。

另一香港建築師羅健中在2000年後

才開始參與內地的項目，憑藉環保及保

育理念打響名堂，在北京、成都、昆明

等城市都見到他的作品，他認為香港建

築師的優勢是具備國際視野，在環保建

築、古蹟及文化保育，以及室內設計等

方面都具備優勢。他看好香港建築師在

內地的發展前景，“（香港建築師的優

勢）如果以前是起高樓大廈的技術，現

在就是文化及內涵，（對於前景）我很

樂觀。”

樓高百層的環球貿易廣場（ICC）刷新

香港建築高度紀錄、西九文化區化身繁囂鬧

市的靜土、中環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活化

為創意新地標“元創方”（PMQ）……回歸

20年，一個又一個新建築地標，見證香港城

市面貌的變化。

資深建築師羅健中執業逾30年，他在北

京的三里屯太古里、香港的域多利拘留所與

中央警署古蹟保育等設計項目屢獲殊榮。他

形容香港回歸以來的建築發展取得“好大進

步”，“不是建築外形有多特別，而是質素

提升。”舉例矗立維港兩岸、兩幢全港最高

建築 ICC與IFC（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將鐵

路站、商場及辦公大樓組合在同一建築物，

環環相扣的管理及運作才是最大考驗。

保留歷史建築賦予新用途
他認為，香港建築在這20年來，最可貴

的不是硬件發展，而是內涵提升，市民對城

市規劃、環境保育的認識增加，有助推動城

市可持續發展，活化歷史建築正是例子之

一。他參與的“元創方”項目，將三級歷史

建築物活化為創意文化中心，保留建築歷史

並賦予新用途。“地標從來就不是只看外

表，更重要是歷史、文化及人的故事。”他

認為，近年落成的大型建築固然令人眼前一

亮，但他更推崇富有香港特色文化的社區，

例如中上環一帶有獨特歷史及文化，不少地

方保留完好，值得推介；正在施工的西九文

化區，除了硬件上矚目的地標新建築，他更

在意軟件配套，讓市民有更多空間參與及進

行創意活動，“起樓可能只是我們工作的十

分之一，更重要是將規劃做得更好，令社會

環境得到改善。”

持續發展愈來愈重要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陳沐文指出，香港

地少人多，造就獨一無二的高密度發展，香

港建築師擅長在有限空間地盡其用，近年新

落成的建築，除了外觀與功能達國際級水

平，更難能可貴是環保及可持續發展，“一

個建築物，若只有經濟貢獻，我覺得是不夠

的，應該還有文化、人文等方面的關注。”

他認為，香港很多地標建築雖未必是本

地建築師設計，但不少項目全賴本地建築師

在背後默默付出，成就香港多元化的建築，

“未來20年，肯定還有更多的發展，我們

（香港建築師）有能力做世界級的建築。”

陳沐文又提到，香港和很多已發展城市

一樣，正面對樓宇老化問題，舊區活化、推

動可持續發展將成為香港城市發展及建築業

界的新挑戰，“下階段發展是城市更新，市

民的保育意識提升，怎樣保育歷史建築、怎

樣進行舊區改造，都是要面對的課題，可持

續發展亦愈來愈重要。”

提升創意 迎接“一帶一路”看好業界在內地發展前景

環球貿易廣場
●2011年落成，樓高490米，共有118層，是目前香港最高
的建築，大樓100層設有觀景台，能360度俯瞰香港景色

西九文化區
●擬議建造集世界級的綜合文化場地，核心設施包括劇院、
博物館、演藝場館、劇場及廣場等，並設有兩公里長的海
濱長廊、佔地23公頃的公園

香港特區政府總部
●2011年落成，由香港建築師嚴迅奇設計，是添馬艦發展
工程三組建築之一，其東北為立法會綜合大樓，其西北則
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三組建築之間為添馬公園

啟德郵輪碼頭
●位於前啟德機場跑道末端，由建築大師霍林明（Norman
Foster）設計，2013年啟用，大樓頂層設有全港最大空中花園

PMQ元創方
●前身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活化後
成為創意中心，2014年開幕

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2003年落成，成為當時全球第五高、大中華地區第二高
及香港第一高的建築物

▲羅健中執業逾30年，不少設計項目獲殊榮
大公報記者曾敏捷攝


